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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各厅局（部、委、办）、各群团组织及相关处室（办）、省内各高等院校校
领导及社科处（科技处）、文科学院（系、室、所），市县领导、正高职称社会科学工作者；

呈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宣部理论局、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
各研究所，全国各省市区社会科学院

欲了解更多山东智库联盟的相关信息，欢迎访问山东智库联盟网站http://www.sdtta.org.cn，或扫描二维码关注
山东智库联盟微信公众号:山东智库联盟。

在高端智库建设
和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努力探索

——张述存简介

张述存，山东宁阳人。现任山东社科院院
长、研究员。兼任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省区域发展理论
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政策专家库
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
长、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会长等职，被评为山东
省齐鲁文化名家、山东社会科学名家、中国智库
创新人才领军人物。曾任山东省政府研究室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巡视员。

张述存是国内较早从事智库建设研究的学
者，长期从事智库建设的理论研究、实践管理。
在国内较早提出实施中国特色旋转门制度等一
系列有关推动中国特色地方新型智库建设的建
议，被决策部门采纳。积极发挥山东社科院智
库建设示范引领作用，是“山东智库联盟”建设
的重要推动者。

张述存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刻苦钻研，
笔耕不辍，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
学，重点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在治学方法上，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在深入研究基础理论问题的同时，努力搭
建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进入
决策层视野，致力于为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服务。

张述存先后在国家和省级重要媒体发表论
文200余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国内权
威报刊发表理论文章、学术论文40余篇，被《新
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红旗文摘》《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人民日报内参》等全文转载或
转摘20余次。代表文章有：《构建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的跨境产业链》（《人民日报》）、《“一带一
路”倡议背景下中德产业合作——以山东省为
分析重点》（《中国社会科学》）等。

张述存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
项，出版著作10余部，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省
社科优秀成果奖、省科技进步奖等省部级奖励
20余项。近年来，他主持的重大研究项目主要
有：国家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山东和韩国合
作的实践经验总结》、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山
东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战略及对策研究》
等。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山东与
韩国经贸合作的实践经验研究》《地方高端智库
建设研究》等；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主
要有《区域改革与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获省社科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的成果有：《关于加快我省县域经
济发展政策的调研报告》《关于加强地方新型智
库建设的几点思考》。

张述存多次参与国家和省级政府工作报
告、重要文件、领导重要讲话文稿的起草工作，
长期组织或参与党委和政府重大课题调研，研
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应用价
值，170余篇调研报告获党中央、国务院和山东
省委、省政府领导肯定性批示。围绕省委、省政
府中心工作，他先后组织开展“山东省‘十三五’
规划重大问题研究”“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研究”等集体公关项目，相关系列成果获省
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被省委省政府文件采用，
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应
用参考。仅2015年以来，就有8项应用对策研
究报告获省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10余项成
果被省级文件采用。主要有：《关于进一步加强
我省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塑造山东开放
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对策建议》《〈山东与新加
坡中长期合作发展研究报告〉摘要》《关于我省
城乡医疗资源整合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等。

致力于现实重大问题导向的
产业组织与企业成长研究

——杨蕙馨简介

杨蕙馨，女，河北邢台人，1961年5月出生，
中共党员。博士，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工
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比较管理研究会
会长。曾任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和评审专
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创新团
队发展计划”首席专家,山东省政府企业管理专
业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获教育部“第五届高校青年教师
奖”、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山
东省优秀教师、“齐鲁晚报杯”山东省高校十大
优秀教师、全国社科联优秀学会工作者等称号。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
目2项、一般项目2项，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1
项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先后获得孙冶方经
济科学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4项，山东省
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1项、一等奖3项，1项研
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进入退出、产业组织、

中间性组织、企业成长、产业竞争。突出的研究
成果主要有：

1.企业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的研究。
1996年起，展开了国有企业改革及进入退出问题
的研究。其中《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
策》（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了

“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政府应尽快降低国有企业
退出壁垒”的观点和政策建议，成为推进国企改
革的重要决策依据。此成果获第九届孙冶方经
济科学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
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中间性组织的研究。自2001年起较早系
统开展了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成长具体模式研
究，提出了“中间性组织”这一理论概念。《中间性
组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获教育部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3.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的研究。其中《产业
链纵向关系与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及整合》
（《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9期）发表后在学
界、政府相关部门引起较大反响，被《新华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经济时报》《经
济研究参考》《新华日报》等刊物及十余家网站
转载或摘登。

4.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的研
究。将产业组织与企业成长研究视野拓展到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明确提出了研究企业成长
的“G-SCP”（全球化—结构—行为—绩效）范
式。研究成果《开放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商
务印书馆）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研
究》被国家社科成果文库收入，2012年获山东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2015年获教育
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5.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的交叉研究。创新
性地提出了“新产业生态系统”概念，相关成果
发表后有2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代表性
成果《网络效应视角下技术标准的竞争性扩散》
（《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9期）2016年获山东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介绍之三

拓展更大更宽的研究视野
——刘森林简介

刘森林，1965年生，山东昌乐人，山东大学
哲学系教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曾先
后工作于烟台师范学院、中山大学，长期担任国
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学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应用哲学学会副会长。1985、1988、2001年，分
别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在
职），获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7年7月
至2008年6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做访
问学者。1995年晋升为教授，时为全国最年轻
的哲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社会哲学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出版专著
8部，发表论文155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
《哲学研究》发表17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3篇。代表作为《发展哲学引论》《辩证法的社
会空间》《追寻主体》《实践的逻辑》《物与无》等。
曾获研究类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奖，第三、五、六、七届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山东省和广东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次，二、三等奖8次。
先后被列入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山东省泰山学者
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

刘森林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
1.现代虚无主义问题和物化问题的批判性

研究，是国内从事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代表性
学者之一。现正主持“虚无主义译丛”的翻译出
版。专著《物与无》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判考
察虚无主义与物化问题，立意于现代性批判，探
究历史唯物主义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和超
越,着重研究现代虚无主义与物化问题的内在
关联，沟通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俄罗斯
现代思想、中国现代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
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超克虚无主义的思路。

2.马克思与中西思想传统关系的研究。主
张前后（中、西两个维度）左右（临近多学科的左
右、理论—实践的左右）地拓展马克思与中西思
想传统的关系研究，来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的思想史基础，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当代性品格。主持了“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
的翻译工作，开展了马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
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关系的研究，研究团队还开
拓了马克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
伊壁鸠鲁、斯宾诺莎、黑格尔、阿多诺、本雅明以
及基督教关系的专题研究。

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首先是
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新颖地把辩证法拓展为一
种社会理论（哲学），并从新的社会理论视角对

“矛盾”等辩证法概念重新理解，拓展辩证法研
究的崭新思路。力主把尼采纳入到辩证法研究
中来，为唯物辩证法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其次
是哲学主体性问题研究。从主体性哲学内含的
四个自悖谬出发，探讨主体性作为根基、承担
者、自主以及反讽、虚无的意义与问题空间，在
劳动主体与浪漫主体、反讽与辩证、经验主体与
纯粹主体、存在与意识等关系体中，挖掘马克思
哲学主体性的深刻内涵和特质，开拓历史唯物
主义主体性的广阔空间。另外还曾从事发展哲
学研究。出版《发展哲学引论》和《重思发展》两
本专著，发表系列论文。

重读马克思：一种无尽的探索
——何中华简介

何中华，男，1962年7月生，山东省莒南县
人，中共党员。1978年 12月参加工作并自学
哲学，1987年6月被破格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
任教。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
事、中国人学学会理事等，曾任中国社科院哲
学研究所价值论研究室兼职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涵
盖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观、社会发展和
现代化研究等领域。

何中华1993年被评为首批山东大学青年
学科带头人，获“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1996
年获山大首届“柯利德奖教金”；1997年获第2
届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被
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2000年
获山大首批“杰出青年学者基金”资助；2002年
获山大首批“杰出学者奖励基金”资助；2006年
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2009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5年入选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
入选中组部“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
科学领军人才”；2018年获“山东社会科学名
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何中华在学界有较广泛的影响。1981年
以来，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
《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发表论文300余
篇，先后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社会
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
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等
著作。部分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高等学校人文学术文摘》等转（译）
载；部分论点收入《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哲学
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等工具书。

何中华的主要学术贡献是：1.提出建立哲
学学体系的构想，并在元哲学领域进行探索，
对于哲学的形上学本性、哲学视野之独特性、
哲学比较的方法论原则等问题做了深入考
察。2.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内涵进行诠释，
从哲学观高度“重读马克思”，力图超越“回到
马克思”与“告别马克思”的路数，从辩证法和
现象学的内在结合上寻找马克思哲学意蕴得
以展现的可能性。3.揭示作为哲学范畴的价
值的绝对性和超验性，并把它同人的存在联系
起来考察，给出价值范畴的新定义，突破了经
验论思维方式的桎梏。4.对社会发展和现代
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注重对“发展”和“现代
化”范畴的形上学前提的追问，探究在市场化
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重
思社会发展的存在论含义。5.考察市场经济
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出“互斥论”和“划界
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有关研
究的深化。6.从哲学角度阐释可持续发展理
念，分析其面临的难题，凸显问题症结，推动了
该领域研究的进展。

未来研究重点主要是：1.重新诠释马克思
哲学观，以期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建构提供有益
借鉴；2.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的反省，以利于
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选择；3.回归中国古典思
想，内省式地体认哲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
以便在文化源头上汲取智慧并得到启迪。

（本版稿件由山东省社科联供稿）


